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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态测量，是利用测量型 GNSS 接收机进行定位测量的一种，主要用于建立各种

的控制网。

作业员进行静态测量时，认为 GNSS 接收机的天线在整个观测过程中的位置是静

止的，在数据处理时，将接收机天线的位置作为一个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量，通

过接收的卫星数据变化来求待定点的坐标。

测量中，GNSS 静态测量的具体观测模式是多台接收机在不同的测站上进行静止

同步观测，时间由 40 分钟到几十小时不等。

本文从选点和埋石、制定观测计划，野外观测，数据传输和静态 GPS 数据处理四

个方面讲解中海达 GNSS 静态操作的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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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选点和埋石、制定观测计划

1、选点：观测站位置的选择。在 GPS 测量中并不要求观测站之间相互通视，网的图

形选择也比较灵活，因此选点比经典控制测量简便得多。

2、埋石：在 GPS 测量中，网点一般应设置具有中心标志的标石，以精确标志点位。

具体标石类型及其适用级别可参照《全球定位系统(GPS)测量规范》。

3、制定观测计划在施测前，建议用户根据网的布设方案、规模的大小、精度要求、GPS 卫

星星座、参与作业的 GPS 数量以及后勤保障条件（交通、通信）等，制定观测计划：①确

定工作量②是否采用分区观测 ③选择观测时段 ④确定观测进程及调度。

二、野外观测

1、摆站：对中、整平（至少三台仪器联架，提前设置好静态模式、采样间隔和卫星高度

角，外业开机即用）

2、量取仪器高(斜高或垂直高,不同厂家、不同型号仪器混合测量)

3、按电源灯开机（锁星一分钟后开始记录）

4、手工记录测站信息（测站名、仪器编号、仪器高、开始及结束时间）

备注：野外观测静态数据记录信息

仪器号码: 机身编号(如:10901226)

开机时间与关机时间: 北京时间（GPS 时间+8 小时）

测站点名: (字母+数字)四个字符(如:GP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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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 器 高 : 单位米,精确到 0.1 毫米(如:1.6586)

Tips:这四个信息是最基本的信息,一定要记录;当天数据当天编辑下载到电脑保存。

三、数据传输

使用 USB 进行 U 盘拖拽式下载，无需数据传输软件，但 USB 方式不能编辑或删除主机

里文件；可以用 GPS 管理软件通过串口连接方式删除文件和设置主机。(V90/A12 可以

通过 iHand20 手簿对静态采集设置和静态数据进行管理)

四 、HGO 软件静态数据处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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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通过一个实例，重点讲解中海达静态后处理软件 HGO 解算静态数据的过程。

1、新建项目

打开后处理软件

新建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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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“文件”菜单的“新建项目” 进入任务设置窗口。在“项目名称”中输入项目名称，

同时可以选择项目存放的文件夹，“项目文件”中显示的是现有项目文件的路径，按“确

定”完成新项目的创建工作。

2、项目属性修改

选择“文件”菜单的“项目属性”，系统将弹出项目属性设置对话框，用户可以设置项目

的细节，这里主要是对“限差”项进行设置：

项目属性

3、坐标系统设置

选择“文件”菜单的“坐标系统设置”， 系统将弹出坐标系统属性设置对话框，这里主

要是对地方参考椭球和投影方法及参数进行设置，如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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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标系统设置

4、导入数据

任务建完后，开始加载 GPS 数据观测文件。选择“文件”－“导入”，（图 4）在弹出

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加载的数据类型，按“导入文件”或者"导入目录"，进入文件选择对

话框，如图所示：

导入数据

导入数据后，软件自动形成基线，同步环，异步环，重复基线等信息。显示窗口如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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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数据后的窗口

5、文件信息编辑

当数据加载完成后，系统会显示所有的文件，点击中间的树形目录的“观测文件”，并将

右边工作区选项卡切换为“文件”，即可查看详细的文件列表。双击某一行，即可弹出编

辑界面，这里主要是为了确定天线高，接收机类型，天线类型。如图所示。按照相同方法

完成所有文件天线信息的录入或编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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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数据后的窗口

6、处理基线

当数据加载完成后，系统会显示所有的 GPS 基线向量，"平面图"会显示整个 GPS 网的情

况。 下一步进行基线处理，单击菜单“基线处理”－>“处理全部基线”，系统将采用

默认的基线处理设置，处理所有的基线向量。

处理过程中，显示整个基线处理过程的进度，如图所示。从“基线”列表中也可以看出每

条基线的处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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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线处理过程

基线解算的时间由基线的数目、基线观测时间的长短、基线处理设置的情况，以及计算机的

速度决定。处理全部基线向量后，基线列表窗口中会列出所有基线解的情况，网图中原来未

解算的基线也由原来的浅色改变为深绿色，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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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线处理结果

处理之后基线大部分都会合格，如有不合格的再单独处理。

基线处理合格以后，检查重复基线、同步环、异步环是否合格？

若不合格，处理构成重复基线、同步环、异步环的基线，直到基本都合格或者在精度要求

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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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基线处理的方法：

1.调整高度截止角

2.调整采样间隔

3.尝试 BDS 不参数解算、或 GLONASS 不参与解算，或单 GPS 解算。

4.调整基线残差序列，基线质量处理的强大工具！

基线残差序列处理方法：

1.把偏离中线较大的卫星信号截取

2.把波动较大的卫星去掉

3.把质量差的卫星信号去掉

再次解算，反复处理，直到重复基线、同步环、异步环全部合格为止。

7、平差前的设置

在基线处理完成后，需要对基线处理成果进行检核。我们假定所有参与解算的基线都合格，

通常情况下，如观测条件良好，一般一次就能成功处理所有的基线。基线解算合格后，还

需要根据基线的同步观测情况剔除部分基线。

现在我们直接进入网平差的准备。首先确定哪些站点是控制点。

在树形视图区中切换到“点”，在右边工作区点击“站点”，对选中的站点右键菜单，选

择“转为控制点”，这些点会自动添加到“控制点”列表中。如下图所示：



【股票代码：300177】

广州中海达天恒科技有限公司

观测站点设置为控制点

切换到“控制点”列表，双击某站点进行编辑。

控制点信息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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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方法把所有的已知点坐标都输入完毕。

选择菜单“网平差”－>“网平差设置”，

进入“网平差设置”窗口，如图所示：

设置平差参数

8、进行网平差

执行菜单“网平差”下的“平差”，软件会弹出平差工具。见下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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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差工具

点击“全自动平差”，软件将自动根据起算条件，完成自由网平差，WGS84 的约束平差，

以及当地三维约束平差和二维约束平差。 并形成平差结果列表。可以选择要查看的结果，

点击“生成报告”,即可查看报告。

9、成果输出

在"网平差"，选中"平差报告设置"，可以对输出内容及格式进行指定和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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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差报告设置界面

然后在平差工具中点击“生成报告”，即可导出相应的平差报告了。

以生成 HTML 格式报告为例，平差结果中的全部内容输出成一个 HTML 报告形式.

参考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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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成网平差报告

至此，一个完整的基线解算成果，以及平差后的各站点坐标成果都已经获得，静态解算完

成。

检查结果打印出图。

HGO 静态软件后处理的详细视频介绍：

中海达平台 >> 技术学院 >> 搜索 >> ”中海达静态操作及 HGO 后处理讲解“

http://www.hd-th.com/index.php/iknows_detail.html?item_id=300



